
俄烏戰火延燒兩載，和平曙光何
在？深層次分析與前瞻

386份提名表的意義

https://bit.ly/3C72wNF

岑浩輝先生作為第六任行
政長官唯一的參選人，所獲得的
386份選委提名表，代表著眾望
所 歸，稍 後 順 利 當 選 是 大 勢 所
趨。但386票代表的，除了是選委
們的支持外，亦代表他們對岑浩
輝有所期望，當中也包括市民對
岑先生的期待。

回 歸 二 十 五 年，澳 門 的 經
濟出現過危機，亦經歷過急速發
展。由小城市化身國際都會的同
時，難免會出現社會的矛盾和問

題。要解決這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單靠
社團的協助很難做到。

譬如賀特首希望澳人留澳食多幾餐，
就不是人人都會響應，特別有消費能力和
可以澳車北上的人。澳門要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與大灣區共同合作的同時，亦必然
會面臨相互的競爭。特區政府必須加強軟
硬件方面的實力，才可以和灣區其他城市
並駕齊驅，否則只會落後於人。

所以，岑浩輝先生假若未來順利當選
後，要面對的就不是四百名選委，而是數
十萬澳門人。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進行特別軍事行動，引發了歐洲自二
戰以來最嚴重的安全危機。這場戰爭的根源深植於歷史、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
的複雜交織之中。兩年多來，戰火無情地吞噬著這片土地，造成無數的傷亡和
流離失所。國際社會迫切尋求和平的解決之道，然而，戰事卻持續延燒。

深層次原因解析
歷史恩怨與身份認同：俄羅斯和烏克蘭共享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但同時也存在
著深刻的分歧。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在民族認同上尋求獨立，而俄羅斯則試圖
維護其在後蘇聯空間的影響力。克里米亞歸屬問題更是兩國關係的長期癥結。

地緣政治博弈：北約東擴被俄羅斯視為對其安全利益的嚴重挑戰。烏克蘭作為
東歐的重要國家，其加入北約的可能性一直是俄羅斯所擔憂的。同時，烏克蘭
也希望通過加入西方陣營來獲得安全保障。

能源與經濟： 俄羅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國，烏克蘭是能源運輸的關鍵樞
紐。能源問題一直是俄烏關係中的重要一環。此外，俄烏兩國的經濟高度互補，
但同時也存在著激烈的競爭。

國際社會的反應與局限
西方制裁：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嚴厲的經濟制裁，旨在迫使俄羅斯停止對
烏克蘭的軍事行動。然而，這些制裁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加劇了俄羅斯
的反西方情緒。

人道援助：國際社會向烏克蘭提供了大量的人道援助，但這僅僅是杯水車薪。
戰事持續，烏克蘭的重建之路漫長而艱巨。

和平倡議：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出了和平倡議，但由於雙方立場强硬，這些
倡議大多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

可能的和平途徑與挑戰

外 交 斡 旋：加 強 外 交 斡
旋，促使俄羅斯和烏克蘭
回到談判桌前，是解決衝
突的根本出路。聯合國、
歐盟等國際組織應發揮
更大的作用，為雙方創造
對話的空間。

安全保障：為烏克蘭提供
長期的安全保障，是實現
持久和平的關鍵。這不僅
包括軍事援助，還包括政
治、經濟等方面的支持。

中國的角色與影響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在俄烏衝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國一直呼籲各

方保持克制，通過對話解決爭端。然而，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伙伴關係，也限制
了其在斡旋中的作用。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俄烏衝突對全球經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包括能源價格上漲、糧食危機、

供應鏈中斷等。這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

結語
俄烏戰爭是一場複雜的危機，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要實現持久和平，需

要各方付出長期的努力和耐心。國際社會應團結一致，共同為和平努力。同時，
俄羅斯和烏克蘭也應展現出政治智慧和遠見，為後代子孫的福祉做出明智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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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比知識教育更實際 

何去何從

九月十日，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公佈本港最
新自殺數據，十五歲以下青少年自殺率去年明顯增長，該組別自
殺死亡個案由二○二二年七人增至去年二十四人，以自殺率計見
十年新高，當中女童自殺率急升七點四倍，去年共十六名女生自
殺。據澳門保安司統計，自二○一九至二○二三短短五年間，五至
十四歲企圖自殺個案從三宗暴增至三十三宗，整整十一倍之差；
十五至二十四歲組別亦翻了兩倍，由二十四宗急升至七十七宗。

全世界不論那個年齡層，自殺率正不斷飆升，政府及專業機
構做了多層防治工作。最近，香港政府推出「情緒通18111」熱線
電話，支援受精神健康困擾的人士，「18」代表「覆蓋全港18區」，

「111」則代表「一有需要，一條熱線，一站支援」。

真諷刺，這邊廂超離地開個「情緒通18111」熱線電話，那邊
廂，活在孤獨無助邊緣的孩子，卻一個接一個跳樓自殺。九月開
學，香港已有三宗學生自殺。九月十四日，一名十五歲中四男學生
在自家中天台墮下，倒臥平台當場證實死亡，有熟悉他的同學就
在網上揭露男生生前的悲慘身世，死者放學後會送外賣賺錢生前
被家暴。

澳門政府推出四級聯防，透過跨部門協作機制，由衛生局、
社會工作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以及社會服務機構保持緊密溝
通和合作，貫徹落實世界衛生組織「四級聯防、四環緊扣」的聯合
機制，提供精神健康相關服務，持續提高服務可及性、擴大社會支
援網絡，從家庭、學校、社區等不同層面動員社會共同關注和主動

轉介信息，讓相關部門迅速介入及消除可能存在的危機。這些措
施自推出以來，未見顯著成效，雖然自殺個案沒有如香港般多，但
足以讓人深感惋惜悲慟。

一個站在高處，正要尋死的孩子，請問平時在學校學到的學
科知識有派上用場嗎？有起懸崖勒馬，甚或猛然醒悟的作用嗎？
今天，先進國家已減少學科知識的課時，增加哲學、心理、社會等
真正幫助孩子思考人生與死亡的課時。可惜，港澳兩地教育仍以
教授艱深知識自許，仍以升學為唯一的目標，把人置於一切功利
現實之後。可惜，自殺事件並沒有讓一直心硬的辦學者覺醒，真不
知道還要犧牲多少個孩子的寶貴生命才能扭轉這樣的敗局呢？

9月18日，在深圳發
生了一宗不幸事件，一名
日本籍學童在上學途中
被凶徒襲擊，最終搶救無
效死亡。事件引起廣泛關
注，日本政府強烈譴責，
中國政府表示遺憾與痛
心。事發後不少深圳市民
到現場獻花哀悼，有人直
言「不應有『仇恨教育』」，

亦有花束留言「文明社會應保護好每一個孩子」。

我國自古以來便以「禮義之邦」自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對於老弱鰥寡均盡力照拂，在文明教化之下，盡
力防止暴力行為的出現。對施暴者零容忍，該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共識。

可惜的是，現今世界，不少地方正陷於戰爭與爭端的煎熬之
中。導致不幸的來源是甚麼？私慾偏情是原因之一。在貪婪、嫉
妒、憤怨、自私之下，得不到或不順己意，便展開仇殺爭鬥，將禮義
廉恥全部拋於腦後，若混亂仇殺繼續下去，人類社會將有可能成
為悲慘世界。那放在人類眼前的道路，該何去何從？

正義的果實，在和平中種植，而非在仇恨鬥爭中獲取。真正
的智慧，是純潔的、和平的、寬仁的、柔順的、仁慈的、不偏不倚的、
沒有偽善的。權謀用盡，最終只會落得生靈塗炭。

作為基督徒，必須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沾污，致力成為調解
不睦，擴展和平於世的人。作為領導者，要具備謙卑自下，甘心作
人僕役，為人服務的態度，除了有責任照顧眾人外，更應特別關愛
弱勢者和受壓迫者。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條路不易行，但必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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